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实在论、理性主义和科学方法>>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实在论、理性主义和科学方法>>

13位ISBN编号：9787214063267

10位ISBN编号：7214063263

出版时间：2010-12

出版时间：江苏人民出版社

作者：(美) 费耶阿本德

页数：38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实在论、理性主义和科学方法>>

内容概要

本书是“费耶阿本德哲学文集”之一，全书共分17个章节，主要对实在论理性主义和科学方法作了探
讨和研究，具体内容包括经验实在论解释尝试、论科学理论解释、论科学术语的“含义”、语言学论
证与科学方法、唯物主义与心物问题等。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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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保罗·费耶阿本德，贝克莱大学，哲学教授，苏黎世联邦科技学院科学哲学教授，逝于1994年。
他反对方法和理性，提倡科学自然主义，被称为“科学无政府主义”代表，是当代最著名的科学哲学
家之一。
主要著作有《反对方法》、《告别理性》、《自由社会中的科学》、《哲学论文集》(三卷)、《消磨
时光——费耶阿本德自传》、《征服丰富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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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注意这种观点与杜海姆观点之间的相似之处。
杜海姆写道①：“理论物理学没有能力理解可观察的外表下物体的真正属性，因此没有超越其方法的
合理范围，也不可能决定这些属性是质的方面的还是量的方面的⋯⋯理论物理学在用标识与符号表现
可观察物体表象方面存在局限性。
”以上描述假设了两个不同范畴或层面。
一方面，我们有现象、事实、事物、质量以及概念，可以直接用来表现其特性和相互关系。
另一方面，我们又有（大量的）抽象语言，可以将“幻像”即“科学理论”用公式表现出来。
图示与第一范畴的现象、事实、事物、质量相互关联，人们关注的是图示的语言，或称“理论语言”
，并考虑修改、完善理论语言的方法。
几乎没有人会去注意“观察语言”。
《经验主义问题》第二章描述了牛顿科学知识两层模型的观点（其中不乏对观察层面，即“现象”的
注意）。
《经验主义问题》第三章描述了内格尔对知识模型更具技术性的陈述。
第二、四章和第六章批判技术性陈述。
我现在回到这个问题上。
我现在来谈谈科学实在论的第三种类型，人们可能把它叫做科学实在论的实证主义观点，听起来有点
自相矛盾，但正是这种观点最频繁地用于讨论原子实在和量子论中隐形参数实在的问题。
在此判断实在是要断言某个特定的“幻像”（例如，包括大量质点定位的幻像）要比另一个幻像更可
取。
在这一点上波尔兹曼写道②：“现象法的微分等式显然只是用于数字形成的法则，是将这些数字与其
他数字联系在一起以及几何学概念的法则，几何学概念反过来又被认为仅仅是表达现象的思想幻像（
概念图），完全是将同样的东西运用于原子概念（原子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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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费耶阿本德的重要性在于。
他表明这种解决问题的简单方法不能被视为理所应当。
只要我们头脑里的独立实在把我们引向正确的方向。
费耶阿本德坚持的标准无限多样性似乎就颇具煽动性。
但是。
没有这种实在，论证的责任就变了。
也许我们不太喜欢费耶阿本德的理论.但他正在引领我们前进。
他其实已经做了历史性的工作，表明凡有思想的健全人，无论是否受过西方科学的熏陶，都坚持各种
不同的理性价值观。
自费耶阿本德之后，哪-怕是表示某个一般假设的思想也不再将相对主义拒之门外。
的确。
费耶阿本德使我们很难继续相信只有一种真正的理论方法。
”　　——《泰晤士报文学评论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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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费耶阿木德哲学文集·实在论、理性主义和科学方法(第1卷)》是由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
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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